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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经过野外调查和标本鉴定ꎬ在西藏南部和东南部发现了兰科(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)石豆兰属(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ｈｏｕａｒ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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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石豆兰属(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ｈｏｕａｒｓ)有 ２ ２００~ ２ ５００ 种ꎬ是兰

科(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)的大属之一ꎬ同时也是兰科植物中最具多样

性的类群ꎮ 石豆兰属主要分布在非洲、亚洲和大洋洲热带地

区和亚热带地区[１] ꎬ在中国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ꎮ 石豆

兰属的多数种类是微型附生植物ꎬ因具有株型相似和花朵极

小等特点ꎬ在野外考察中很容易被忽略[２] ꎮ 据记载ꎬ国产石豆

兰属植物有 １５８ 种和 ６ 变种[３]ꎬ[４]１６４－１７３ꎬ[５]４０４－４４０ꎬ其中西藏分布

有 １９ 种[６ꎬ７] ꎮ 近年来ꎬ随着野外调查的深入ꎬ在西藏陆续发现

了数种石豆兰属种类ꎬ仅在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期间就发表了石

豆兰属的 ４ 个新种[８－１０]和 ７ 个新记录种[１１－１５] ꎮ 这些新种和新

记录种丰富了西藏的兰科植物多样性ꎮ
为深入了解西藏兰科植物的分布特征ꎬ作者于 ２０１９ 年至

２０２０ 年对西藏南部和东南部进行了野外考察ꎬ采集到 ７ 种石

豆兰属种类ꎬ经过文献查询和标本比对ꎬ确定这 ７ 种均为西藏

石豆兰属分布新记录ꎮ 凭证标本保存于西藏农牧学院植物标

本馆和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(ＨＩＴＢＣ)ꎬ各
种类的形态特征见图 １ꎮ

１)赤唇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 Ｌｉｎｄｌ.(图 １－ＡꎬＢ)
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ꎬ附生于林中树干上ꎻ分布

于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台湾和云南[４]１７３－１７４ꎮ 本种具圆柱形直立

的假鳞茎ꎻ花淡黄色带紫色条纹ꎬ萼片及唇瓣披针形ꎬ唇瓣红

色ꎮ 赤唇石豆兰在西藏的花期为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ꎬ晚于本种在国

内其他省(区)的花期(５ 月至 ７ 月)ꎬ可能与本种在西藏的分

布地海拔较高、气温较低有关ꎮ
凭证标本:李孟凯ꎬ等 ２０１１５ (西藏农牧学院植物标本

馆)ꎬ２０２０－１０－２２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德尔贡村ꎬ东经

９５°０８′、北纬 ２９°１１′ꎬ海拔 １ ５７０ ｍꎮ
２)短齿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(Ｌｉｎｄｌ.) Ｒｃｈｂ. ｆ.(图

１－ＣꎬＤ)
产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结县ꎬ附生于林中树干上ꎻ分

布于云南和台湾[４]１８２－１８４ꎮ 本种的植株形态和花近似于长足石

豆兰(Ｂ.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ｍ Ｆｉｎｅｔ)ꎬ但本种唇瓣红色ꎬ边缘无锯齿ꎬ蕊柱

足短ꎻ而长足石豆兰唇瓣绿色ꎬ边缘锯齿状ꎬ蕊柱足长ꎮ 二者

易于区别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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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证标本:李孟凯ꎬ庞深深 ２００５０(西藏农牧学院植物标本

馆)ꎬ２０２０－０８－１５ꎻ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结县陈塘镇中尼口

岸后山ꎬ东经 ８７°２４′、北纬 ２７°４８′ꎬ海拔 ２ ３００ ｍꎮ
３)角萼卷瓣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ｅｌｅｎａｅ (Ｋｕｎｔｚｅ) Ｊ. Ｊ. Ｓｍｉｔｈ

(图 １－ＥꎬＦ)
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ꎬ附生于林中树干上ꎻ分布

于云南[４]２３７ꎮ 本种的植株形态与高茎卷瓣兰 〔 Ｂ. ｅｌａｔｕｍ
(Ｈｏｏｋ. ｆ.) Ｊ. Ｊ. Ｓｍｉｔｈ〕极为相似ꎬ但本种花带红色斑点ꎬ花瓣

具紫色条纹ꎬ侧萼片合生ꎬ先端钝ꎻ而高茎卷瓣兰的花不具红

色斑点ꎬ花瓣无条纹ꎬ侧萼片离生ꎬ先端锐尖ꎮ 二者在花期较

易区分ꎮ
凭证标本:李孟凯ꎬ王伟 １９１９５(西藏农牧学院植物标本

馆)ꎬ２０１９－１２ － １９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墨脱村ꎬ东经

９５°２２′、北纬 ２９°１８′ꎬ海拔 １ ４００ ｍꎮ
４)卷苞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ｋｈａｓｙａｎｕｍ Ｇｒｉｆｆ.(图 １－ＧꎬＨ)
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ꎬ附生于湿润岩壁上ꎻ分布

于云 南 中 部[４]２４５ꎮ 本 种 的 植 株 形 态 与 大 苞 石 豆 兰

(Ｂ. ｃｙｌｉｎｄｒａｃｅｕｍ Ｌｉｎｄｌ.)相近ꎬ但本种花葶基部具数枚总苞片ꎬ
花中萼片卷曲ꎻ而大苞石豆兰花葶基部具 １ 枚大的总苞片ꎬ花
中萼片不卷曲ꎮ 二者易于区分ꎮ

凭证标本:邢震ꎬ李孟凯 １９０１３(西藏农牧学院植物标本

馆)ꎬ２０１９－０５－３０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排龙乡排龙村吊

桥附近ꎬ东经 ９５°０２′、北纬 ３０°０１′ꎬ海拔 １ ８００ ｍꎮ
５)齿瓣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ｌｅｖｉｎｅｉ Ｓｃｈｌｔｒ.(图 １－ＩꎬＪ)
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ꎬ附生于林中树干上ꎻ分布

于长江以南诸省(区)ꎬ包括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香港

和广西等[４]１９１－１９３ꎮ 本种的植株形态与 ２０２０ 年发表的新种格

当石豆兰(Ｂ. ｇｅｄａｎｇｅｎｓｅ Ｙ. Ｌｕｏꎬ Ｊ. Ｐ. Ｄｅｎｇ ｅｔ Ｊｉａｎ Ｗ. Ｌｉ) [２]近

似ꎬ但本种花瓣边缘锯齿状ꎬ先端尖ꎬ侧萼片离生ꎻ而格当石豆

兰花瓣边缘无锯齿ꎬ先端钝ꎬ侧萼片合生ꎮ 二者在花期较易

区分ꎮ
另外ꎬ作者在国家标本资源共享平台(ＮＳＩＩ)上查阅到１ 份

定名为齿瓣石豆兰的标本(采集号 １８ＣＳ１７２８８)ꎬ产地为西藏

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达木乡至格当乡ꎮ 经多次比较ꎬ发现此

标本的形态与格当石豆兰极度吻合ꎮ 在实地考察中ꎬ作者也

发现在墨脱县达木乡至格当乡之间分布的石豆兰属优势种群

为格当石豆兰ꎬ且经过 ３ 次野外考察均未发现达木乡和格当

乡分布有齿瓣石豆兰ꎮ 因此ꎬ作者认为 １８ＣＳ１７２８８ 号标本应

该鉴定为格当石豆兰ꎮ
凭证标本:李孟凯ꎬ王伟 １９２１０(西藏农牧学院植物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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Ｈａｂｉｔａｔ. ＥꎬＦ. 角萼卷瓣兰 Ｂ. ｈｅｌｅｎａｅ (Ｋｕｎｔｚｅ) Ｊ. Ｊ. Ｓｍｉｔｈ: Ｅ.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Ｆ. 花 Ｆｌｏｗｅｒｓ. ＧꎬＨ. 卷苞石豆兰 Ｂ. ｋｈａｓｙａｎｕｍ Ｇｒｉｆｆ.: Ｇ. 花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ꎻ
Ｈ.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. ＩꎬＪ. 齿瓣石豆兰 Ｂ. ｌｅｖｉｎｅｉ Ｓｃｈｌｔｒ.: Ｉ. 植株 Ｐｌａｎｔꎻ Ｊ. 花 Ｆｌｏｗｅｒｓ. ＫꎬＬ. 怒江石豆兰 Ｂ. ｎｕ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ｅ Ｘ. Ｈ. Ｊｉｎ ｅｔ Ｗ. Ｔ. Ｊｉｎ: Ｋ. 花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
Ｌ.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. ＭꎬＮ. 若氏卷瓣兰 Ｂ. ｒｏｌｆｅｉ (Ｋｕｎｔｚｅ) Ｓｅｉｄｅｎｆ.: Ｍ. 花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Ｎ. 植株 Ｐｌａｎｔ.

图 １　 西藏石豆兰属植物分布新记录 ７ 种的形态特征
Ｆｉｇ. １　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ｈｏｕ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ｉｂｅｔ

６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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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)ꎬ２０１９－１２－２２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背崩乡德尔贡村ꎬ
东经 ９５°０４′、北纬 ２９°０２′ꎬ海拔 １ ５００ ｍꎮ

６)怒江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ｎｕ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ｅ Ｘ. Ｈ. Ｊｉｎ ｅｔ Ｗ. Ｔ.
Ｊｉｎ(图 １－ＫꎬＬ)

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ꎬ附生于林中树干上ꎻ分布

于云南[１６] ꎮ 本种为 ２０１４ 年发表的新种[１６] ꎬ其植株形态与大

苞石豆兰相近ꎬ区别在于本种花疏生ꎬ花瓣先端钝ꎻ而大苞石

豆兰花密生ꎬ花瓣先端渐尖ꎮ
凭证标本:罗艳ꎬ李孟凯 ２０３２３(ＨＩＴＢＣ)ꎬ２０２０－１２－１０ꎻ西

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背崩乡天海集团公路ꎬ东经 ９５°１４′、北
纬 ２９°１４′ꎬ海拔 ９５０ ｍꎮ

７)若氏卷瓣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ｒｏｌｆｅｉ (Ｋｕｎｔｚｅ) Ｓｅｉｄｅｎｆ.(图 １－
ＭꎬＮ)

产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和日喀则市定结县ꎬ附生

于常绿阔叶林的树干上ꎻ分布于云南[５]４２６ꎮ 本种的植株形态

与分布于西藏波密县的波密卷瓣兰(Ｂ. ｂｏｍｉｅｎｓｅ Ｚ. Ｈ. Ｔｓｉ)极
为相似ꎬ区别在于本种花序与叶片等长或长于叶片ꎬ侧萼片离

生ꎬ先端锐尖ꎻ而波密卷瓣兰花序短ꎬ侧萼片合生ꎬ先端钝ꎮ
凭证标本:李孟凯ꎬ王伟 １９１８７(西藏农牧学院植物标本

馆)ꎬ２０１９－１２－１８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达木乡 ８０Ｋ 附近ꎬ
东经 ９５°２８′、北纬 ２９°３７′ꎬ海拔 ２ ４００ ｍꎻ李孟凯 ２００４５(西藏农

牧学院植物标本馆)ꎬ２０２０－０８－０２ꎻ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结

县陈塘镇后山ꎬ东经 ８７°２５′、北纬 ２７°５２′ꎬ海拔 ２ ７００ ｍꎮ
通过作者的考察和收集ꎬ共记录到西藏兰科石豆兰属植

物 ３７ 种ꎬ占中国石豆兰属种类总数的 ２３.４％ꎮ 雅鲁藏布江下

游的巴宜区、波密县和墨脱县一带为西藏石豆兰属植物的主

要分布区ꎬ也是仅次于云南省的中国第 ２ 大石豆兰属植物分

布地ꎮ
上述 ７ 种石豆兰属种类在西藏自治区的发现ꎬ不仅丰富

了西藏石豆兰属植物的分布资料ꎬ也印证了西藏南部和东南

部与云南西北部同属东喜马拉雅植物区系ꎬ兰科植物在此区

域内连续分布ꎬ对研究喜马拉雅东麓以及相邻区域植物分布

特征具有重要意义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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